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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快速繁殖植物的基质的容重
、

持水量
、

孔隙度 以及固
、

液
、

气三相比等物理性质 与

植物根系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

理想的簇质应具有调节水分
、

养分
、

空气的能力及促进植物

快速生根和成活后的生长势
。

目前
,

国内外普遍 以轻基质材料 (蜓石
、

珍珠岩等 )用于育苗繁

殖 cl,
2〕 。

美 国
、

澳大利亚等国将果树在轻纂质上的扦 插繁苗
,

并 对此进行 」
’

大量的工作
。

本

工作的目的在于寻求一 些适合于我国条件的就地取材的基质材料的性 !贡
、

使 J月条件以及适于

快速繁殖的复合基质的配比等
。

一
、

材料与方法

(一 )基质的主要材料

墓质材料包括泥炭 (东北桦川产 ) ; 蛙石
、

珍珠岩 (南京栖 霞山保 暖 材 料厂产品 ) ; 酸

性土壤 (采自江西省余江县的第四纪红粘土与第三纪红砂土 ) ; 黄沙 (一般的建筑材料 ) ; 棉

子壳 (为培养平菇后的残料 ) ; 及松针 ( 采 自江西省刘家站及南京紫金山马尾松林间的落叶 )

等
。

(二 )测定方法

1
。

持水量用 W i 。 o x 法 ;

2
.

孔隙度根据容重和 比重计算求出
:

3
.

凋萎系数是根据相当于 15 巴时的水分含量计算而得

二
、

试验结果

(一 )各种基质的物理性质

表 1 结果表明
,

除土壤
、

黄沙外
,

轻基质具有容重轻 (小于 0
.

5 0 9 / c m
“
)

、

持水量大 (大于

20 0% )
、

孔隙度大 ( 80 % 以上 )的特点
,

其中持水量最高的是稻壳灰
,

达到 4 08 %
,

最低的是

棉子壳为 1 97 %
。

各基质持水量平均值的次序为
:

稻壳灰 > 珍珠岩 > 松针> 蛙石 = 泥炭 > 棉子

壳
。

将上述轻墓质分别作为称猴桃
、

葡萄
、

香石竹等扦插繁殖基质时
,

一般都难以生根成活
。

就泥炭而言
,

虽然持水量不及珍珠岩
、

稻壳灰高
,

但是由于它本身含有的有机成份
、

半纤维

索
、

腐殖质等的持水能力很强
,

在相同条件下 ( 40 ℃ , 12小时 )
,

每平方厘米的蒸发速度只有

0
.

37 毫米 /厘米
“ ,

比其它基质约低 20 一 30 %
,

具有很强的滞水性
,

这对于生根成苗会带来不

良的后果
。

对棉子壳来讲
,

由于三相比不合理
,

气相的比例过大
,

大孔隙较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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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为国家 r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

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92. 01. 012



表 1 各 种 基 质 的 物 理 性 质

荃质名称
容重

( g / em 3)

持水蚤
( % )

总孔隙度
( % )

在水分为 田 间持水量 6 0% 时的
固 液 气 比

黄 沙

雪〔沙土

红粘土

2 2
.

7

27
.

7

7 3
.

7

1 7 4一 2 3 9

2 0
.

6

2 5
.

6

2 5
.

8

炭针泥松

稻壳 灰

酒 拍

棉子壳

珍珠岩

1
.

1 5

1
.

4 1

1
.

2 3

0
,

3 6

0
.

2 几

0 1 7

0 1 8

0 1 8

0
.

0 8一 0
.

2 0

0
,

7 7

0 1 8一 0
`

2 透

3 2 0

4 0 9

2 5 7

1 9 7

3 2 8一 6 69

6 4

1 4 6一 2 57

4 1 0

4 9

5 3
.

6

7 9一 8 1

8 3

88

89

89
.

2

8 8一 9 6

48

9 0一 9 3

5 9

5 1

吐6
.

遗

19一 2 1

1 7

] 2

1 1

10
.

8

选一 12

7一 1 8

2 0
.

4

2 3
.

4

2 7
.

8

3 7
.

6一 51
.

6

4 6

4 1 7

2 7
.

5

2 1

1 5 7一 80
.

3

2 6
.

9

1 5
.

8一 1 7
.

0

2 7
.

4一 4 3
.

4

3 7

4 6 3

6 1
.

5

6 8
.

2

1 5
.

7一 7 2
.

3

2 1
.

1

5 3一 7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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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种基质的凋萎系数( g 0/ g0 )

(相 当于 1 5巴 时的水分含量 )

凋 萎 系 数

钓气物种类
泥炭 棉子壳

弄石竹

菊 花 一 2 3
·

9 {

2 7
.

1

3 4
_

9

质的接触面积小而影响水分
、

养分的移动从

而表现为凋萎系数较高
。

表 2 的结果表明
,

当基质水分含量还相当高时植物 已出现凋萎

现象
。

我们认为
,

不 同植物达到凋萎的绝对值

虽然不一样
,

但是随着非毛管孔隙的增加而

与凋萎系数增高的趋势是一致的
。

因此
,

一

般情况下仅 以一种材料作为植物扦插繁殖都

是不理想的
。

洲一240
一

表 3 基质容重对芽繁苗生根的影响

(鸭拓草 14 天 )

基质名称
容重

( g /
em 3 )

根长
根数 /株 (二 )混台基质的配合比例与物理性质

0
.

2 8

0
.

13

` cm ,
{

协不
一

{
J

.

2 士 1
.

0 }

8
.

3士 1
_

0

1 6 7 士 4
_

0
不同植物对扦插基质和生根条件的要求

差异很大 〔 3 , 4 〕 。

研究结果 (表 3) 表明
,

基质的

容重对植物有巨太影响
。

在持水量相近的情况
一

「
,

容重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扦插苗的生根和根系发育
。

表 4 是以黄

沙
、

煤渣
、

蛙石
、

泥炭以不 同比例配合的几种混合基质进行的试验结果
,

表明混合基质比单

一基质 明显地提高了扦插苗的生长和成活后的长势
。

可 以明显地提高侧根数 1
.

7一 1 1
.

6倍
。

从

20 多种植物适宜扦插生根和幼苗生长的基质情况可 以认为
,

一般容重在 0
.

5一 1
.

0 9 c/ m
“ ,

持

水量在 50 一 15 0 %
,

孔隙度 60 一 80 %
,

毛管孔隙度小于 50 % 以及三相比为 1 : 0
.

5 : 1 时成活

率较高
。

然而在不同繁殖阶段植物生长情况也不相同〔5〕 。

如月季和蕃茄等在水插条件下生根

都很快
,

但生根后则需要通透好的培养条件才能使根系和幼苗生长 良好
。

表 5 结果指出
,

稻

壳灰等一类基质虽然具备良好的通气性能
,

但是由于 p H值过高 ( 1 0
.

2 4 )
、

养分浓度过大 ( 电 导

率 2
.

S S m c/ m )因而扦插苗无法生根
。

杜鹃苗在 良好的 p H
、

养分环境相同条件下
,

固 : 液 :气三

相比 = 1 : 5 : 2 时植物干重为 0
.

5 7 9 /株
,

当三相比为 1 : 5 : 1 0时则为 0
.

7 6 9 /株
,

相差 33 %
。

统计分析达显著水平
。

因此在选择基质时必须考虑不同植物的特性
。

一般在两种纂质混合的

从础上再配加第 3
、

第 4 种基质都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



表 4 不同扦插基质对龙林生根的影响 表 5 不同基质对蕃茄生根的影响

华 质名称 终鱼
LU l l l ]

鲜重
( g /株 )

生 根系
数

二 次侧根数
数 /株

基质名称 生根率
( % )

每株根数

蛙石

煤涟

黄沙

泥 炭 +蛙 石

泥炭 十 煤渣

泥炭 + 黄沙

1 7
.

9

1 7
.

1

19
.

0

] 9
.

9

21
.

8

19 5

3
.

8 3
.

左 1 9
.

7

3
.

选 3
.

7 1 8
.

8

4
.

9 3
.

吐 3
.

0

7一1 4
.

5 2
.

6

7
.

5 3
.

7 31
.

8

3
.

7 3
.

选 3 4 8

黄沙

泥 炭

蛙 石

稻壳 灰

泥炭 十 煤 渣

泥炭 +蛙石

稻壳灰 十 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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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3一 5
·

1 0 “ ”
m ol / L 亚锰

,

丘陵农用早地为 4 80 一 62 0毫伏
,

还原性物质 0
.

10 一 1
.

5
·

1 0
一 s m ol / L

低平地水稻土一般低于35 0毫伏
,

甚至为负值
,

还原性物质 1
.

3一 1 7
.

8
·

1 0
一 s

m 。 1 / L或更 ; ;苟
,

出

现大量 F e Z 十和 S
“ 一 。

二
、

在强度 因素和容量因素之间存在良好的负相关
。

土壤的 E h值由参与氧化还原 反 应

的氧化态物质和还原态物质的活度比所决定
。

E h愈大
,

则表示氧化态物质所占的比例愈大
。

在强还原条件下
,

在 E h
7

和还原性物质浓度之间存在直线关系
,

还原态物质占优势
。

三
、

自然林下土壤和农用早地表层的 E h
7

最低值都高于 40 0 毫伏
,

属氧化性土壤
,

其中

农用早地的氧化性更强
。

水稻土表层的 E h
7

可因水份状况的不同而在 3 50 一 ( 一 2 0 0) 毫伏
,

还

原性物质浓度为 1
.

5一 1 7
.

8
·

1 0
一 “

m ol / L亚锰
,

表明水稻土的氧化还原状况具有一个 比自然土

壤和农用早地宽得多的变动范围
。

四
、

土壤氧化还原状况有不均一性
,

这种不均一性表现在土壤的局部差异
,

水稻土的多

点测定的差值范围较 自然土壤和农用旱地为大
,

变差系数可达 45 %
。

其原因是水稻土受人为

耕作
、

季节性干湿交替和水稻根系活动的影响
。

这种特征现象反映了氧化还原过程在土壤特

别是水稻土形成中的作用
,

原位测定为成土过程 中物质分化的定量化提供了诊断指标
。

五
、

在热带
、

亚热带生物气候条件下
,

自然林下土壤在大量生物积累的同时
,

受到强烈

的物质分解和淋溶
,

还原性物质的最高浓度不超过 5
.

0
·

1 0
“ s

m ol / L亚锰
。

在这个过程中有机

还原性物质 和铁
、

锰等变价元素参与了氧化一还原平衡和络合一解离平衡
,

并导致物质转化和

迁移
。

在水稻土中这两种化学平衡的强度和速度远较 自然土壤和农用旱地土壤为甚
。

据观察

和研究
,

由这两种化学平衡所引起的物质的还原溶解和络合溶解在成土过程中同时存在
,

并

重叠作用于土壤
,

在 自然土壤和水稻土中其反应速度和作用强度有所不同
,

但作用机理无质

的区别
,

现代红壤化过程具有长期渐演的特点
。

作者认为
,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还原溶解和络合溶解的条件和化学机理
,

将有助

于刚明水稻土和红壤形成过程的实质及其肥力演变
。

作者还肯定了原位测定的作用和意义
。


